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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紧紧围绕教育部颁布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教育教学大纲》要求，紧密结合政治理
论课考研和考公务员的特殊要求，并在广泛听取多方面意见的基础上编著而成，内容全面、系统，重
点、难点清晰，针对性强。
本书具有下列特色：　　第一，浓缩的“示范教材”。
本书用简明扼要的语言对教育部社政司组编、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的全国普通高等学校示范教材
的知识进行概括和总结，提炼重点和考点，以便于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与复习。
　　第二，新颖的“案例教学”。
本书创新地运用案例形式来加深对基本原理的理解和运用。
案例内容翔实、注重实效、题材广泛、评析精辟。
在许多案例的引思、讨论中不是简单地就事论事地重复教科书的原理，而是举一反三、触类旁通、启
迪深思。
　　第三，精练的“试题分析”。
每章后面均配有与该章内容相关的思考题，并给出参考答案及解析。
本书特别适用于高等学校在校大学生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并高效率地取得理想的学习效
果和学习成绩。
从题型到解析，都紧扣考试大纲，使学生了解政治课考试的考点分布状况，从而掌握政治理论考试的
命题规律，为复习应试打下坚实的基础，直逼高分高能。
　　本书是集智慧和力量的结晶，参加本书编写工作的作者是来自高校教学、科研第一线的教授、专
家、学者，他们具有很强的教学、科研能力，并有着丰富的考研复习指导经验。
其中，徐德信编写导论；叶常林编写第一章；叶常林与毕圣海合作编写第三章；洪功翔编写第二章；
洪功翔与许克祥合作编写第四章；张金芬编写第五章；后小仙编写第六章。
叶常林、徐德信、后小仙分别担任主编和副主编，负责本书的总体框架设计和编写大纲的拟定，以及
全书的统稿总纂。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参考了有关著作、教材，吸取了学术界近年来在本领域中的一些科研成果；
同时本书的出版也得到了布关领导和教育管理部门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在此，一并表示诚挚的感谢。
　　由于编者才疏学浅，所收集的资料、信息有限，书中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恳请同仁和读者批评指
正。
　　编　者　　2004年4月于安徽工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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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高校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课配套教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学习与考试指导》包括学习目的
与要求、主要内容、案例分析、单元训练试题与答案和参考文献等五个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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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 言导 论学习目的和要求主要内容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立和发展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政
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单元训练参考答案参考文献第一章 社
会经济制度与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学习目的和要求主要内容第一节 社会经济制度的变革与经济体制的
演进第二节 社会经济的两种基本形态第三节 商品经济的基本原理案例分析单元训练参考答案参考文
献第二章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实质及其发展阶段学习目的和要求主要内容第一节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的实质第二节 垄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特征第三节 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案例分析单元训练参考
答案参考文献第三章资本的运行学习目的和要求主要内容第一节 资本运行的一般原理第二节 垄断阶
段的资本运行第三节 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向国际范围的扩展案例分析单元训练参考答案参考文献⋯⋯参
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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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4 市场经济的历史作用表现为：　　（1）市场经济以商品经济为基础，商品经济在人类社会中具
有极其重要的历史作用，促进了社会分工和生产力的发展，它是社会经济基础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
　　（2）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多种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但从经济形式的角度看，商品经济起着基础
性的作用。
商品经济促进了社会生产的迅速增长，使社会生产的发展从缓慢走向跃；商品经济促进了生产的社会
化，使社会经济从封闭走向开放；商品经济促进了科学技术的进步，使人类社会从愚昧走向文明。
商品经济对生产力的发展，对人类社会的进步，有着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3）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之所以能够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推动社会进步，主要因为：第一，市
场经济追求价值，克服了自然经济条件下个人的和地域的局限，给生产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刺激力和迅
速发展的可能性。
第二，市场经济中的等价交换原则，在调节人们的经济利益关系上，容易被人们广泛接受。
第三，市场经济形成了一种“神奇而伟大”的社会尺度价值。
第四，市场经济是一种开放的社会经济形式，为人类经济活动注入了生机和活力。
第五，市场经济为社会化大生产的有效进行提供了灵活的经济机制和经济杠杆。
　　市场经济的局限性根源于商品经济基础的基本矛盾，是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在社会化商品经济或
市场经济中的具体表现。
其局限性主要表现为：第一，市场经济难以完全实现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统一；第二，市场经济的
运行带有盲目性和波动性；第三，市场经济导致人们收入差距扩大。
　　市场经济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这一目标的单一性和片面性使它难以满足社会多方面的需要。
当生产力不够高度发达时，市场经济的积极作用是主要的；而当生产力高度发展时，市场经济的局限
性就充分暴露出来。
随着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市场经济必将作为一种历史的经济形式而退出历史的舞台。
　　5 生产商品的劳动二重性学说，是由马克思首先提出并科学论证的，具有重要理论意义。
马克思指出，劳动二重性理论是“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
这是因为：　　（1）劳动二重性理论论证了具体劳动创造商品的使用价值，抽象劳动形成商品的价
值，从而解决了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在劳动价值论方面的重大缺陷，从根本上论证了价值的本质
，把劳动价值理论建立在完全科学的基础之上。
　　（2）劳动二重性理论为剩余价值理论奠定了科学基础。
马克思在把劳动二重性理论运用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分析中，说明了雇佣工人的具体劳动在创造新
使用价值的同时，转移了生产资料的原有价值。
抽象劳动形成了包括劳动力价值和剩余价值的新价值，从而创立了科学的剩余价值理论。
　　（3）劳动二重性理论还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其他一系列重要理论提供了科学依　　据。
创立了资本有机构成、资本积累、社会资本再生产、平均利润、资本主义地租等理论，从　　而建立
起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理论体系。
　　六、材料分析题　　1邯钢在内部管理改革中，改变过去严重背离市场的做法，采取“模拟市场
核算，实行成本否决”的方法，遵循商品的价值由生产该商品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要求；尊重市
场，努力使本企业产品的个别劳动时间低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2邯钢经营的成功在于：注重适应市场需要调整产品结构；注重改进技术，降低成本，增加盈利
。
　　3 冶金企业的改革经验和效果表明，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必须树立市场观念，遵循价值规律的要求
，改进技术，节约生产资料成本，提高活劳动的生产效率，努力减少生产商品的个别劳动时间，这些
都具有普遍意义。
推广邯钢经验，使广大企业普遍减少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以同量的社会总劳动生产更多的
产品，从而推动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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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1972年版。
　　2．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
。
　　3．顾海良，顾钰民主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本科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
版。
　　4．程恩富主编：《现代政治经济学案例》，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第二章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实质及其发展阶段　　学习目的租要求　　本章告诉我们，资本主
义生产关系的实质是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雇佣劳动制度，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并没
有改变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实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取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趋势。
学习本章需重点把握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基本方法以及各种具体转化形式，同时还需要重点掌握国
家垄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实质、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的新变化，与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福利政策。
　　主要内容　　第一节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实质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实质是以生产资料私有制
为基础的雇佣劳动制度。
在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分配过程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这一实质得到了充分反映。
　　一、剩余价值生产的前提　　（一）资本总公式及其矛盾　　1．资本总公式　　商品生产和商
品交换发展的结果，产生了货币，而货币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在现实生活中，都是资本的最初表现
形式。
但是，这并不是说货币本身就是资本，作为货币的货币和作为资本的货币，是有本质区别的。
只要我们把简单商品流通和资本流通作一个比较，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它们的区别。
　　作为货币的货币与作为资本的货币的区别在于：第一，流通的形式不同。
它们的流通次序相反。
W—G—W，以卖开始，以买结束，运动的起点和终点都是商品，货币是整个过程的媒介；G—W—G
’，以买开始，以卖结束，运动的起点和终点都是货币，商品是这个过程的媒介。
　　第二，运动的目的不同。
商品流通的最终目的是满足消费者的消费需要，追求的是使用价值；资本流通的目的是交换价值本身
，是为了增殖。
在商品流通中，两极都是商品，它们的价值量相等，但使用价值不同，所以不同使用价值的交换是这
一运动的目的。
而在资本的流通中两极都是货币，它们没有质上的不同，只有量上的差异。
经过资本流通，最后从流通中取回的货币多于起初投入的货币。
这一过程的完整形式是G—W—G’。
其中G’=G+△G，即等于原预付资本额G加上一个增殖额△G。
马克思把这个增殖额△G叫做“剩余价值”。
　　第三，运动的内容不同。
在W—G一W中，使用价值是实际运动的主体，货币只是交换的媒介，运动一结束，货币就退出流通
领域。
可见，其运动的内容只是不同使用价值的交换。
相反，在G—W—G中，当事人却是为卖而买，他开始垫付出去的是货币，而最终从流通中取回的也
是货币，商品只是交换的媒介，显然，价值是运动的主体和内容。
　　G—W—G’这个公式不仅仅适用于商业资本的运动，其实对其他形式的资本也都适用。
产业资本和借贷资本的运动，不过是在这一公式基础上的补充和简化。
因此，G—W—G’是直接在流通领域内表现出来的资本总公式，又叫资本的一般公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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